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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9

创新能力提升计划

科学普及专项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总体安排

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于科学普及工作重要部署，推动科技创

新与科学普及“两翼齐飞”，加快创新资源科普化，增强科普公共

服务供给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，实施本专项。聚焦中医养生、健

康养老、生物医药、智慧医疗、运动医学等生命健康领域，重点

支持两类科学普及项目。一是科普资源开发项目，每个项目财政

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10～15 万元；二是科普示范基地项目，每个项

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20～30 万元。项目执行期不超过 2年。

二、支持重点

（一）原创科普资源开发

1.科普图书（指南代码：5050101）。主要支持自然科学领域

创作的科学普及图书。包括为启发青少年科学智慧创作的青少年

科学普及图书，为让公众普遍掌握卫生、健康等科学知识创作的

科普图书，针对重大科学发现和科学进展开展解疑释惑和科学传

播而创作的科普图书。

绩效指标：立项图书结项时应正式出版发行；应在省级以上

重大科普活动期间，面向社会公众推介与公益推广；公益推广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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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不少于 1000 册，其中向资助方提供不少于 100 册。

2.科普影视作品（指南代码：5050102）。主要支持自然科学

领域创作的科普影视作品。包括原创科普电影（3D、4D、穹幕电

影、网络电影、科幻电影等）、科普影视节目（电视剧、科普剧、

专题片、纪录片）、科普微视频和科普动漫等。

绩效指标：音像制品首次制作成的存储介质应有良好的设计

和包装；用于公益推广不少于 500 套，其中提供给资助方不少于

50 套；应通过包括“河北科普”网站、公众号在内的媒体平台推

广并自主完成发动公众参与，推广总量（累计网络点击量）不低

于 5万人次。

3.科普创新产品（指南代码：5050103）。主要支持将科学知

识和科学技术转化为可宣教、可互动的科普展教品，尤其是应用

新技术新方法研发具有传播科学知识内容的学习用品、互动产品

等科普创新产品，包括互动体验性强的成套科普展教品和大型单

件互动展教品研制。

绩效指标：创新产品研发期间或结项后能够在省级以上重大

科普活动或展会上进行成果展示推介，并深入不少于 5个学校、

社区或农村等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和产品体验活动；经资助的单位

有义务无偿协助资助方或资助方指定单位使用创新产品开展公益

科普工作。

（二）省级科普示范基地提升建设

1.专题特色类（指南代码：5050201）。支持具有独特科普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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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的专题特色场馆，深入挖掘科普资源，提升展示、传播、教育

的手段和效果，建设成独具风格的专题科普基地。

绩效指标：围绕提升建设研究内容与成果，开展科普活动不

少于 10 场次，线下线上吸引公众体验、参与不少于 2万人次。

2.科研基地类（指南代码：5050202）。支持科学研究机构、

科学观测机构、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等建立高水平科普基

地，推动高端科研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，丰富科学普及展示和传

播方式，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。

绩效指标：围绕提升建设研究内容与成果，开展科普活动不

少于 10 场次，线下线上吸引公众体验、参与不少于 2万人次。

3.信息传媒类（指南代码：5050203）。支持以网络、电子、

印刷品等为载体，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，

依托本身传播优势，进一步丰富科普资源，拓展科普空间，开展

科普活动，吸引更多公众关注科普、学习科学。

绩效指标：围绕提升建设研究内容与成果，开展科普活动不

少于 10 场次，线下线上吸引公众参与、互动不少于 10 万人次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该专项项目实行“无纸化”申报，同时上传有关佐证材料。

申请财政资金资助额度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时，差额部分自筹，项

目绩效指标原则上不得降低。

（一）科普图书项目

1.作品应具有原创性，并兼具科学性、思想性和启发性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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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概念清晰、逻辑严谨、导向正确；

2.要图文并茂，文字表达要清晰流畅、通俗易懂，图片和文

字相互呼应、相得益彰，有助于启发、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，

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技术；

3.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；

4.申报的作品，要求原创图书已完成 30%或以上的初步创作

书稿，翻译作品已完成 60%以上初步翻译稿，并取得汉译出版权

（提供原作者简介、翻译者简介以及取得版权证明材料）。

（二）科普影视作品项目

1.作品必须是原创影视作品，内容须围绕普及科学知识、倡

导科学方法、传播科学思想、弘扬科学精神；

2.科学知识、科学原理表述客观、准确，事件、事物的解释

要有严谨的学科知识支撑；

3.内容表达通俗易懂，艺术构思成熟，逻辑清晰，表现生动，

制作精良，有助于启发和提高公众对科学的兴趣，便于公众理解、

接受科学知识；

4.申报作品应有脚本大纲；

5.科普影视节目申报（电视剧、科普剧、科幻剧、专题片、

纪录片），须已完成剧本或电视节目脚本创作，并已列入拍摄计划，

提供拍摄制作或播出相关备案证明复印件。

（三）科普创新产品项目

1.产品应为原创产品，项目结题提供相关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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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展品应有科学性、知识性、创新性、趣味性、互动性；

3.申报时提供产品的科学概念、设计思路、设计方案和效果

图等。

（四）省级科普示范基地提升建设项目

1.申报单位在申报时须为已经省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的省级科

普示范基地的依托单位；

2.提供上年度开展的重点活动、开放接待人次情况，提供基

地提档升级的规划、方案和建设目标等有关材料；

3.项目名称应准确、简明反映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特征。

四、形式审查要点

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，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：

1.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符

合《2022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》要求；

2.科普图书作品的作者或翻译者属于项目组成员；

3.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填写完整、规范，承诺书、盖章页齐全；

4.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符合指南要求；

5.项目执行期符合指南要求；

6.有合作单位的，提供合作协议；

7.研究内容与申报指南内容相符；

8.不存在重复、多头申报项目；

9.选题在科普专题研究范畴；

10.科普基地属于经省科技行政部门认定的科普示范基地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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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。

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，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

式审查。

五、业务咨询电话

政策法规处 0311—665091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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